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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经营陷入萎缩
盼重现全民读书热

书亭经营者田立春站在门口说：“买书
的越来越少，再不搞多种经营，连房租都交
不起了。”

□文/图 本报记者 杜辉升
见习记者 王德琬 刘田

身处孔孟之乡，济宁人爱逛书店是出了名
的，每到周末，各类书店就挤满了大人孩子，或
席地而坐，或驻足细看，临走时往往都能买上几
本。市民强烈的读书欲望让济宁的书市一度很
火，大大小小的书店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多起来。

但以上情景已是明日黄花，现在走在济宁的
大街上，书店已经越来越少。10月下旬，记者对济
宁市的图书交易场所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不仅
数量上不断减少，少数留存的书店也是生意惨淡。

卖书还不如卖麻辣串

10月25日上午，记者从济宁市区建设路与太白
楼路的交叉路口，沿建设路向北行走了上千米，发
现路的两侧有一二百家商铺，大多是服装专卖店、
眼镜店和蛋糕房等，仅有一家门面不大的书店，书
店外面挂着一个白色牌子，上面写着“成人自考报
名处”，LED屏幕上滚动着一行字：新到各类自考用
书和试题。售货员小张告诉记者，原来书店图书种
类丰富，但后来生意一直不理想，为扭转经营困境，
书店目前“转型”为以销售成人自考教辅书为主，并
设立了自考报名点，才勉强维持了下来。

记者又来到浣笔泉路，找到了一家名为“黄
金书屋”的书店，经营面积十多平方米。这家书
店已经经营了十年，拥有一批“粉丝读者”。但近
年来，书屋老板姜永厚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

“我早就不想干了，利润太低，不挣钱，白耗时
间！”姜永厚说。

“你看人家现在有楼房、有汽车、有门面房，
而我却什么也没有！”姜永厚指着隔壁一家卖麻
辣串的店铺，颇为无奈地说。这家麻辣串店铺和

“黄金书屋”同时起步，但收入却远远高于书屋。

姜永厚算了这样一笔账：100元的书一般有30%
的利润，除去房租、人员工资和水电等成本，净
利润在15%左右。“利润虽然还说得过去，但关键
是来书店里买书的人太少了。图书不走量哪里
来的高收入。”姜永厚说。

不仅是民营小书店，作为全国图书销售行业
老大的新华书店也同样遇到了“经营危机”。济宁
市新华书店吴泰闸书城经理房兆勇说，“我目前
所在的新华书店经营面积是1700平方米，书店一
年的纯利润是20万左右，但这也是赔钱的买卖，
如果把部分场地租赁出去，收益会非常可观。”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收入低，生意难做”已
成为书店经营者的共识，很多书店经营者或关
门大吉，或“改头换面”投身别的领域。目前在济
宁太东大市场做服装生意的陈老板，七八年前
曾拥有五间连锁书屋，在当地书店行业颇具影
响力。但后来入不敷出，收入难以维系书屋的生
存发展，结果五间书店集体关门。据房兆勇介
绍，1997年前后，济宁市大小书店、书摊有二百
多家，但目前仅剩下一百多家，十多年的时间，
至少有一百家书店倒闭关门。

爱读书的人少了

在济宁市运河城京杭中心B座上班的白领小刘
是一位爱书人，刚上班时还经常逛逛书店。但如今她
选择了网购的方式。相比较逛书店，网络购书不但可

以足不出户而且价钱便宜。小刘拿起手机说：“我手
机包了上网流量，天天都能上网看书，非常方便。”

在济宁市建设路声远舞台的旁边，有一个经
营了13年的书亭，书亭的主人田立春说：“我曾问
一位经常来我这买杂志的妇女怎么不来了，人家
说‘现在网上啥都有，啥都能搜到，期刊杂志的电
子版既生动又好看’，干嘛还再花冤枉钱。”

毫无疑问，网络购书及电子书等读书方式的
普及，对实体书店经营造成了极大冲击，但多数
经营者却并不认为这是主要原因。济宁亚龙书城
经理崔亚龙认为，现在去实体书店买书的人变
少，最重要的原因是爱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崔
亚龙回忆，过去每逢周末，书店的客流量很大，大
人孩子都来看书、选书和买书。七八个售货员都
忙不过来。可近年来，成年人来选书买书的越来
越少了。“特别是一些青年，宁愿吃饭唱歌娱乐，
也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看书上。”崔亚龙说，“现在
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学生及学生家长，因为学生需
要教辅书，学校规定要读的，学生不得不读。”

前不久，亚龙书城贴出了户外广告语“让您
快速浮躁的生活慢下来”，就是想提醒大家，摒
弃浮躁的生活方式，静下心来读本好书。

期冀再掀“读书热”

面对实体书店经营的萎缩，各家书店都在
绞尽脑汁地找出路。济宁运河文化图书城经理

郑慧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把图书利润已降到最
低，图书一般都会打8折，有会员卡的顾客还可
享受7 . 5折的优惠。为了稳定客源，该书店还会
每月给会员邮寄杂志，并设立了会员专区，在这
里每位会员都可以免费借阅图书。下一步，他们
还计划从网上开书店，吸引更多的顾客购买图
书。而作为书店航母的新华书店则于今年7月份
开始盘点清资准备上市，谋求长远发展。

而崔亚龙认为，相比较这些应对措施，营造
公众“读书热”的氛围更为重要：“人人都不去读
书，图书就没有了市场，书店也就没有了经营的
土壤。”今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亚龙书
城本想在济宁市区的一块场地进行“推广读书”
活动，但租赁费很贵，手续办理也很复杂，最后只
好不了了之。崔亚龙认为，作为民营书店，引导公
众的力量很有限。只有靠全社会的努力，才能让
读书的热潮重新回归。他希望政府主管部门能够
积极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的氛围，将孔孟之乡
几千年来爱读好学的传统延续下去。也只有这
样，书店经营才能迎来春天。

◆1997年前后，济宁市有各类书店200多家，目前仅剩下100多家

◆麻辣串店铺和“黄金书屋”同时起步，前者收入却远远高于书屋

◆人人都不去读书，图书就没有了市场，书店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见习记者 尹 彤
通 讯 员 孟翔鲲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我这是第三次来了，今天
我是来送锦旗的。”10月25日下午，老太太唐
基兰又一次专程到观音阁派出所，她前些天骑
电动车在街上摔倒后，被协警徐恩亭救起，
“我得好好感谢他，我还想让更多人都知道这
个善良的小伙子，好好表扬表扬他。”

10月13日下午一点左右，67岁的唐基兰独
自骑电动三轮回家，过火炬路公铁立交北的大
坡没多远时，电动三轮突然失灵，老人连人带车
摔倒在了路中央。“当时，来来往往的车太多了，

可没有一辆停下看看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
么办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唐基兰至今心有
余悸。她指着徐恩亭说：“是这个小伙子把我扶
起来，然后联系到我家里人后才离开。后来我才
知道，这个小伙子原来是名协警。”老人一直紧
握徐恩亭的手，不停地道谢。

“不管我是不是协警，我都会把老人扶起
来的。”徐恩亭说，“当时来往的车开得很
快，大姨摔倒的地方在路中央，十分危险。我
看到后，马上停车过去把她扶起来，问她用不
用叫120，大姨说没什么事。我看大姨也没伤
着，所以联系到她家人后我就离开了。这真是

一件小事，我也没想到大姨能找到我，还非得
谢谢我。”徐恩亭不好意思地笑着。

记者了解到，当时唐基兰询问徐恩亭是谁
的时候，他只是顺口说了一句“那边派出所
的”。后来唐基兰老人专程到这边派出所寻
找，但因为徐恩亭没在单位提及此事，单位领
导不知晓，老人第一次只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离开了。后来单位领导了解情况后给老人打电
话，老人才见到了帮助自己的恩人。这次，老
人又专门做了锦旗送过来。

“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还是好人多。”老人
对记者说到：“前几天，我对孙女说，‘奶奶摔倒

后，来往的那么多车没一个管我，要不是那个叔
叔，你就见不到奶奶了。’可孙女说，‘奶奶，不是
别人不想扶，是大家听说过很多做好事被冤枉
的，不敢扶。’我孙女才11岁，我得让她知道，现
在还是好人多。再说了，别人帮了我，我怎么能
诬赖别人呢。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表示感谢，
要不是家里人担心我身体，我早就过来了。”

观音阁派出所所长张斌说，帮扶弱小是中
华民族的美德，不能因为个别事件而放弃这种
美德。如果担心帮扶后会出现其他问题，可以
在帮扶的过程中请路人作证或者是用手机拍照
作为证据。

老人骑电动车当街摔倒，年轻协警扶起

“我要让孙女知道，还是好人多”

□文/图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张文倩

曾几何时，门牌号被看做是本地人的
“脸”、外地人的“眼”。然而，随着城市快速发
展，门牌号变得杂乱无章起来。现如今，问路最
怕问门牌。对于门牌号功能退化的质疑，其实
是对门牌号管理规范化期待的一种误读。

问路最怕问门牌

作为外地人，第一次到济宁，要找到建设路
48号办事情，着实把小李难为了一番。站在建设
路和太白路的交叉口，拿着手机导航的他依旧
一脸迷茫，网络也不是万能的。如果能看到连续
几个有规律的门牌号，就能顺利沿着方向一路
找到，可走了半天，也不见邻近的门牌号。

“你要是问具体什么单位我一准儿能告诉
你，但是你要问门牌号还真是说不上来了。”10
月31日中午，当记者问起建设路18号怎么走
时，在建设路一家建筑公司从事保安工作多年
的刘先生坦言，只记得自己单位门牌号是建设
路61号，其他地方门牌不是太清楚，“这条路及
附近我都很熟悉，有什么机关单位或是小区也
十分清楚，但是门牌号还真是没搞明白过。”

记者在刘先生所在单位门口仔细察看，并
未发现挂有门牌号码牌。记者随后沿路走访发
现，周围的门牌号分别是建设南路12号、10号，
与刘先生所说的地址对不上号。而在建设路南
头的一个门头上，记者发现了建设路53号和被
刷墙的白漆遮掩却依稀可见的建设南路14号
两个门牌。

不少市民表示，找地址时最害怕就是按门牌
号找，不仅自己心里没印象，问人也不容易问对
路。如今很多地方的门牌号都很乱，即使有确切门
牌号也找不到，还不如用出名的建筑物作为参照。

门牌号没落了？

“小区一直没有明确的门牌号，但是因为
是老小区，一般邮件也都能收到，还好楼号、单
元号这些比较齐全，习惯了也不觉得有问题

了。”家住肖家园小区三号楼的刘阿姨说。
如今众多临街门头房都成为商铺，这给门

牌号管理维护带来一定困难。相比小区居民，
商户对门牌号更是不在乎。

记者走访发现，多家商铺店主提及门牌号
反应平淡。沿街商铺门头都有醒目的招牌招徕
顾客，而有没有门牌号对他们来说，“影响不
大”。建设路沿街商铺的商家，有的知道自家的
门牌号码并没有挂上门牌，有的商家压根不知
道是多少号，在店铺推介时以周围的标志建筑
物做参考，成为他们的首选。

在建设路一家拍摄婚纱和个人写真的店内，
业务员雪儿向记者介绍，自己家的店址就是公交
公司向北50米，“很容易找，找不到随时打电话就
行。”另一家经营吉祥馄饨的店主也说，打电话到
自己店里叫外卖的挺多，都是电话联系，说具体
单位或小区，提到门牌号的不多，也不好找。

混乱带来不便

“从建设路东的电力医院对门至建设路西

的肖家园往西胡同口长达数百米的几十个门
面，从2006年开张营业，至今五年多了，就
没有钉过门牌。”热心市民肖士珍老先生曾
不断向管理部门反映，建设路、解放路商业
街等路段门牌管理存在严重问题，而新改建
的太白路、运河路等处街区也有同样问题。

“门牌号很混乱、管理基本失控。”肖
士珍忧虑地说，“城市有形象了，门牌号却
没了，想订个报纸看看都难。”

记者连日走访发现，建设路、解放路等
街区多处门牌号缺、重、漏、错、损、遮挡
等现象突出，市区不少街道的门牌，要么门
牌残旧字迹模糊不清，要么号码断断续续不
连贯，有的干脆不设门牌。不只商铺没有门
牌比较普遍，像济宁技师学院、建设银行建
设路支行等多家单位也都没有门牌。

随着城建步伐加快，老区改造等，门牌
号未及时揭挂，新开发商业区、生活区有门
无号的现象突出；而现有的门牌号或不规
范、不明显，如尺寸不一致，悬挂高度不一
致，或被广告、门头房产品等遮挡，难以辨
认，这些都给市民生活和有关部门的工作带

来了诸多不便。
市民王小姐平时热衷于网购，“有好几

次快递公司因为找不到我们小区的门牌号，
又把东西给退了回去。可也不方便总把网购
的东西寄到单位吧，真是很伤脑筋。”

门牌号信息有些时候还真就不可或缺。
“那次我想把旧房产证换成新的，可房管局
说没填写门牌号就不给办理。”刘先生告诉
记者，现在户口迁移、办身份证时都必须使
用门牌号，不然公安系统无法录入。

乱象何时止？

门楼号的编制管理是公安机关实施户籍
登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便民服务的
一项具体内容。方寸之间，门牌不仅是重要
的地理标志和载体，同样也体现出了一座城
市管理者的水平和城市文明程度。门牌号不
仅要编制科学，更需要后续的规范化的管
理。

记者了解到，虽然济宁市在2009年也启
动了以“服务十一运，让门楼牌亮起来”为
主题的门楼牌服务工程，并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门牌的清理整顿工作，积极推动门牌的
安装更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门牌管
理方面的新问题仍在不断凸显，街区改造、
商铺装修等多个方面，如不能实现门牌的同
步更新管理与维护，都容易使门牌管理陷入
混乱。

“门牌号应该整齐有序、醒目，像洸河
路东段，只去了一次就留下了好印象。”才
来济宁工作不久的李女士表示。

“希望门牌号的安装和制作能统一管
理，统一编制，就像车牌号码一样严格控
制，有不按规定悬挂门牌号的可以有相应的
处罚措施，这样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韵
达快递业务主管西贝称。

“像济宁这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
城市，门牌号也传达着一定的地域文化信
息，是对文化资源传承保护的一个方面。”
市民王先生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应该让门牌
“得其所、尽其用”，真正发挥城市地理名
片的作用。

缺、重、漏、错、损

市区门牌号有点儿乱

在建设路南头的一个门
头上，记者看到了建设路53
号(图中白圈处)和被涂料遮掩
却依稀可见的建设南路14号
(图中黑圈处)两个门牌。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26日，据济宁市统计局初步

测算，前三季度济宁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075 . 22
亿元，同比增长11 . 2%，比上半年提升0 . 2个百分
点。

前三季度，济宁市二三产业增幅均达两位数。
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1 1 4 8 . 5 0亿元，增长
1 3 . 3%；第三产业增加值6 8 6 . 1 4亿元，增长
10 . 5%。

据介绍，第二产业保持较快增速，但占GDP
比重比同期略有下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去
年同期和今年上半年均略有提高，分别提高0 . 6
个、0 . 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54 . 14亿元，同比增长15 . 7%，增幅比去年同期提
升5 . 2个百分点。营利性服务业同比增长24 . 0%，
增幅比去年同期提升9 . 9个百分点。由于交通运输
业运行效率略有提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
现增加值同比增长由今年上半年的-3 . 7%调整为
3 . 3%。

前三季度
GDP同比增长11 . 2%

□张秋美 孙琪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回馈福彩爱好者，济宁福彩决

定举行“爱心大派送”活动，10月20日启动“双色
球”幸运大抽奖活动、“刮刮乐”奖上加奖活动和
“中福在线”送好礼活动。

“双色球”幸运大抽奖活动，从全市投注双色
球单张面值50元(含)以上者抽取一等奖10名，每人
可获苹果ipad2平板电脑一台；抽取二等奖260名，
每人奖励高档雨伞一把。自11月15日至12月15日举
行“刮刮乐”奖上加奖活动，凡在我市购买刮刮乐
“国泰民安”、“欢乐嘉年华”两种彩票，并中得
1000元奖级者，除获得应得奖金外，另获赠苹果
ipad2平板电脑一台。自11月1日至11月30日，还将
举办“玩中福在线送精美礼品”活动，彩民按获奖
分数等级可获赠精美礼品，赠完为止。

济宁福彩
举行爱心大派送活动

□见习记者 尹彤 通讯员 吕婷婷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29日，济宁市西南片区重点

建设工程之一的南池公园，正式对外开放部分景
区。到目前为止，该景区内除王母阁、乔羽艺术馆
和爱情博物馆正在建设外，古南池桥、古南池牌楼
等大部分景区已经建设完成且正式对外开放。

“我每天早上都会过来晨练，晚上也会过来散
步。”家住附近的王奶奶说，“很早以前这里是个
大鱼塘，到处都是坑，很难走。现在修建的很漂
亮，你看前边那个有九条龙的桥，多气派，在这逛
逛很舒服。”

少先队文明监督员以及市民巡防员也参加了本
次开放仪式。一位市民巡防员说：“我们是社区的
志愿者，以后每周都会有几天专门到园里转一下，
制止一些不文明、破坏环境的行为。公园是大家
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爱护。”

“南池”就是指“王母阁”，原称“古南
池”。唐朝时，“南池荷净”是济宁古八景之一。
南池公园是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古典园林公园，修
建的王母阁、少陵祠、爱情锁塔等是王母文化、李
杜文化以及梁祝爱情文化等的体现。

南池公园部分景区
正式对外开放

□记 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陈 维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28日，记者从济宁海关了解
到，作为济宁市进出口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的经
济复苏拉动济宁市外贸大幅增长。

前三季度，济宁市进出口总值为43 . 9亿美
元，同比增长36 . 4%。其中出口总值22 . 7亿美元，
增长38 . 8%；进口总值21 . 2亿美元，增长33 . 9%，
实现贸易顺差1 . 5亿美元。

1至9月份，日本以7 . 7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成
为济宁市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增
长4 . 6%，其中进口总值6 . 7亿美元，增长5%，以
绝对优势成为该市最大的进口货物原产国；与日本
的出口贸易额达9657万美元，增长46 . 3%。

记者了解到，机电产品是济宁市最主要的进出
口商品。前三季度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值为15 . 5亿
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35 . 3%。

对日外贸大幅增长

□吕光社 孟一 吕婷婷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28日上午，济宁首个镇级公

交中转站在市中区喻屯镇运营，中转站以喻屯公交
站为中心，开通4条52路公交支线，辐射延伸至全
镇40个村，惠及4万余人。

今年以来，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出行贵和
出行安全的问题，喻屯镇投入1000余万元整修道路
落实村村通工程，现已修建13条到村公路，累计长
度近22公里，并投资200万元建成可容纳30辆公交
车的公交中转站。此次开通的4条线路分别从镇政
府到大周、卢庙、郑庄和王楼煤矿。下一步，还将
开通任庄路环线，届时，喻屯镇将基本实现公交线
路全覆盖。

首个镇级
公交中转站投入运营
开通4条52路公交支线

连通40个村惠及4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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